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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是 GB/T43282《塑料 暴露于海水中塑料材料需氧生物分解的测定》的第1部分。

GB/T43282已经发布了以下部分:
———第1部分:采用分析释放二氧化碳的方法;
———第2部分:采用测定密闭呼吸计内需氧量的方法。
本文件等同采用ISO23977-1:2020《塑料 暴露于海水中塑料材料需氧生物分解的测定 第1部

分:采用分析释放二氧化碳的方法》。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全国生物基材料及降解制品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380)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北京工商大学、重庆市联发塑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扬州惠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丰原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山西华阳生物降解新材料有限责任公司、浙江海正生物材料股份有限

公司、宁波家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合肥恒鑫生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彤程化学(中国)有限公司、扬州惠

通新材料有限公司、武汉华丽环保产业有限公司、江西轩品新材料有限公司、广东崇熙环保科技有限公

司、深圳万达杰环保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安徽华驰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惠通北工生物科技(北京)有限

公司、清华大学、四川大学、上海大觉包装制品有限公司、安徽中成华道可降解材料技术有限公司、营口

正大实业有限公司、轻工业塑料加工应用研究所。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付烨、刁晓倩、周久寿、张建纲、纪传侠、童明全、梁伟、王熊、严德平、赵燕超、

沈坤良、张立斌、王鹏、魏杰、魏达、汪纯球、郭宝华、王玉忠、田国强、吴刚、熊露璐、艾蓉、郑伟春、周迎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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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众所周知,海洋垃圾会对海洋生物和人类造成危害和负面影响。暴露在海洋环境中的退化程度是

影响塑料材料冲击性能和强度的因素之一。不能认为这些制品可生物降解,而随意地丢弃在环境中,这
是不可取的,这些制品也需要回收和再利用。然而,自然环境(例如,土壤或海洋环境)塑料的生物降解

程度和速率测定试验方法是值得关注的,以便更好地描述这些特定环境中塑料的降解行为。因此,生物

降解程度和速率对于揭示塑料材料在不同海洋环境下的潜在生物降解性具有重要意义。

GB/T43282《塑料 暴露于海水中塑料材料需氧生物分解的测定》拟由两个部分构成。
———第1部分:采用分析释放二氧化碳的方法。目的在于用测量二氧化碳释放量的方法确定塑料

材料需氧生物分解程度和速率。
———第2部分:采用测定密闭呼吸计内需氧量的方法。目的在于用测量需氧量的方法确定塑料材

料需氧生物分解程度和速率。
两部分内容均描述了确定塑料材料需氧生物分解程度和速率的实验室测试方法。但塑料材料的生

物分解分别通过在实验室条件下测量密闭式呼吸计中塑料材料暴露于从沿海地区采集的海水中的二氧

化碳释放量和需氧量来确定。
目前已建立了几种在不同环境和实验室条件下塑料材料的生物降解试验方法,如表1所示。

表1 塑料生物降解试验方法

条件

环境 需氧/厌氧
试验方法

受控堆肥条件 需氧
GB/T19277.1—2011

GB/T19277.2—2013

高固体厌氧堆肥条件 厌氧 GB/T33797—2017

受控污泥消化系统 厌氧 GB/T38737—2020

土壤 需氧 GB/T22047—2008

水性培养液
需氧

厌氧

GB/T19276.1—2003

GB/T19276.2—2003

GB/T32106—2015

海水/沙质沉积物界面 需氧
GB/T40611—2021a

GB/T40612—2021a

海洋沉积物 需氧 GB/T40367—2021a

海水 需氧
本文件a

GB/T43282.2—2023a

  a 暴露于海洋微生物的塑料材料生物降解能力测定试验方法。

  所有海洋生物降解测试方法都基于塑料材料与取自海岸线地区的海洋样本(海水和/或沉积物)的
接触情况。从定量的观点来看,这些方法是不相等的,例如,海水中的微生物密度通常比沉积物中的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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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低。此外,微生物的组成和多样性也可能不同。并且,一般来说,沉积物中的营养物浓度通常比海水

中的营养物浓度高。
本文件提供了一种在实验室条件下测定暴露于中上层海水中微生物群的塑料材料的生物分解水平

的测试方法。生物分解率由测量二氧化碳释放量得到。该测试方法既能用海水进行(“远洋海水试

验”),也能用加入少量沉积物的海水进行(“悬浮沉积物海水试验”)。
远洋海水试验模拟的是在低水流和低潮汐运动的近海地区条件,而悬浮沉积物海水试验模拟的是

在强水流和潮汐运动的沿海地区的可能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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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料 暴露于海水中塑料材料需氧
生物分解的测定 第1部分:
采用分析释放二氧化碳的方法

1 范围

本文件描述了确定塑料材料需氧生物分解程度和速率的实验室测试方法。塑料材料的生物分解是

通过在实验室条件下,测量密闭式呼吸计中塑料材料暴露于从沿海地区采集的海水中的二氧化碳释放

量来确定的。
本文件描述的条件可能与发生最大程度生物分解的最佳条件不一致。然而,本测试方法旨在指示

塑料材料的潜在生物分解性。
注:本文件适用于塑料材料,也适用于其他材料。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

本文件。

ISO5667-3 水质 取样 第3部分:水样的保存和处理(Waterquality—Sampling—Part3:

Preservationandhandlingofwatersamples)

ISO8245 水质 总有机碳量(TOC)和溶解性有机碳量(DOC)的测定指南[Waterquality—

Guidelinesforthedeterminationoftotalorganiccarbon(TOC)anddissolvedorganiccarbon(DOC)]

ISO10210 塑料 材料生物分解试验用样品制备方法(Plastics—Methodsforthepreparationof
samplesforbiodegradationtestingofplasticmaterials)

注:GB/T38787—2020 塑料 材料生物分解试验用样品制备方法(ISO10210:2012,IDT)

ISO10523 水质 pH的测定(Waterquality—DeterminationofpH)
注:GB/T22592—2008 水处理剂pH值测定方法通则(ISO10523:1994,NEQ)

ISO11261 土壤质量 总氮量测定 改进的凯氏定氮法(Soilquality—Determinationoftotalni-
trogen—ModifiedKjeldahlmethod)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远洋带 pelagiczone
海底上方的水体。
注1:又称开放水域或水柱。

注2:远洋带表面会随着风浪移动。它与大气接触,暴露于日光中。随着深度增加、压强增加、温度降低,光和波浪

能量减弱。

[来源:ISO22766:202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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